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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必须走出误区

[ 作者 ] 李国杰 

[ 单位 ] 中国工程院 

[ 摘要 ]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富国强民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需要正确把握自主创新的内涵，这样才能在实践中避免盲目和片面。在此，我们编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的文章，着重谈他对自主创新的认识，以期能对广大读者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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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一切从头做起，或天真地认为关键技术可以靠引进，构成了对自主创新的两大干扰—— 自主创新重在避免受制于人我国的自主

创新一直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扰。一方面的干扰主要表现在把科技问题“泛政治化”，无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强调一切都从头做

起，强调所谓“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这种干扰表现在不强调开放的原则，表面上维护民族利益，实际上可能是

维护小单位、小团体的利益。这种干扰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动不动给反对者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另一方面

的干扰主要表现在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对我国的封锁和遏制，天真地以为技术交流是互通有无的买卖行为，看不起我国的自主开

发能力，把我国科技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技术引进上。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国内搞研发成本高于国外，由于技术和资金一样可以流

动，关键技术也可以通过引进获得，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技术来源主要应靠外国，当前应该主要抓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工业，

先改善产业要素禀赋而不是攻克关键技术，等资金和人才积累多了，才有条件强调自主创新。他们从分析产业比较优势出发，强调劳动力

密集型加工工业对当前经济的重要性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关于国内研发成本一定高于国外、关键技术大部分可以引进的结论可能站不住

脚。自主创新不是“开放创新”的对立面。自主创新不排斥开放与集成，集成技术也可以有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也不是鼓励从头做起，引

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改进也是自主创新的组成部分。“自主开发”不等于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成果不但不一定有知识产权，反而可能

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自己的知识产权中也可能包含引用他人的专利权。提倡“自主创新”主要是指应尽量争取避免完全受制于人，减少

“路径依赖”。有自知之明的自信心是取得高技术研究成功的基本条件—— 胆识必须加上谋略方能制胜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增强国

家竞争力的重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当代科研人员的肩上。能不能担此重任，敢不敢担此重任，确实有个信心与胆识问题。在讨论国家

中长期科技规划时，有些学者反对提“胆识”，怕滋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但笔者的体会是，有自知之明的自信心是

取得高技术研究成功的基本条件。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出世界一流的自主创新成果，为国家排忧解难，为企业提供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

术。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在众多方向上做到世界一流，但在某些选定的方向上已经做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可惜的是，不少人

包括青年人对中国能掌握核心高技术尚缺乏自信，每当我们发布一项比国外先进的成果时，网上总有不少讥讽的评论，似乎中国人天生就

要矮一截。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自信心不够，缺乏“一览众山小”的胆识。许多事情不是做不了，而是不敢做。

讲有信心、有胆识不是主张不切实际地蛮干，更不是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胆识必须加上谋略才能制胜。自主创新首先是决定干什么。全世

界聪明人很多，我们想做的可能别人早已在做甚至已经做出了成果，我们真正有希望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方向并不多。成果的价值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该不该做”，花学费走弯路大多数是由于事前未想明白该做什么。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怎么做”，即如何组织大的科研项

目，如何在实际科研工作中落实“专利、标准、人才”战略。近几年各单位专利申请明显增加，这是一大进步。但申请专利是科技领域短

兵相接的交锋，必须讲谋略。我们申请的许多零零散散的专利，没有形成自我保护的专利群，别人很容易绕过。而对国外公司已有的专

利，我们又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常常没有找对科研的突破口，做了许多无用功。我们要力争技高一筹，把自己的专利技术融入新的标准

中。所谓有自主可控的技术，所谓骨干和引领作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制定标准时不受制于人，而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真正实现

“珍珠换玛瑙”的技术发展路线。 “跨越”往往不是发生在相同方向的竞争上，而是发生在技术转折的时机—— 斜着跨越才能迎头赶

上自主创新必须抓机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大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发展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受技术控制的程度已到



了疯狂的地步。而当时我国的人力物力都不具备，在信息技术和产业急速上升期，我们很难有赶超先进国家的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信

息产业正面临重大转折，这正是我们跨越发展的难得机遇。所谓“跨越”往往不是发生在相同方向的竞争上，而是发生在技术转折的时

机。通俗地讲，我们只有斜着跨越才能迎头赶上。长期以来，我国信息领域采取的战略基本上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难以缩

小差距。我们的自主创新应选择做与国外不同的信息产品，也就是说，只有立异才能标新。中国是低成本产品的最大市场，满足我国广大

中低收入人群的信息消费需求是我国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的最大动力，也是我们难得的机遇。信息产品，特别是集成电路和软件不同于汽车

等传统产品，往往是研制开发获得第一个可商品化样品难，而以后大批量复制容易，也就是说，研究开发成本对降低产品成本有决定性意

义。自主创新成败与否往往不是取决于单项技术的突破能力，而是取决于创新链的整体规划能力—— 按项链的要求加工珍珠技术创新是

整个自主创新价值链的一个环节。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指技术创新的投入主要依靠企业，同时也意味着企业通过对市场的了解牵引

技术创新的方向。我国企业财力不够，从公共财政中支出一部分给有开发能力的骨干高技术企业做关键技术攻关，促使这些骨干企业尽快

形成国际竞争力，在一段时间内这样做是合理的。但体现政府支持的较好方式是，把对企业的科研投入以适当方式冲抵税负。世界各国的

通行做法是，企业自己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越多，通过减税获得的政府支持也越多，这就能激励企业更多地投入研发。如果把纳税人的

钱，包括比大企业更困难的中小企业交的税钱，大量转拨给骨干企业做与之竞争的产品开发，则有悖于公平原则。在高技术研究上要有大

的作为，必须统筹考虑科研链和产业链———可以统称为创新链，必须有整体谋略。自主创新成败与否往往不是取决于单项技术的突破能

力，而是取决于创新链的整体规划能力。我们不能等珍珠已培育加工好了才考虑如何串成项链，而是要按项链的要求加工珍珠。过去我国

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企业提供的技术还不多，不是因为核心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多了，而是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掌握得太少

了。多数大学和科研单位做着与企业同一层次的研发工作，距离没有拉开。按照创新体系的合理分工，国立科研机构不应与企业争“市

场”，应从企业能做的技术研究中退出来。科研单位应强调科研成果的辐射面，而不是一般的成果转化。核心技术的突破不能只靠少数科

研人员闭门攻关，必须通过用户不断的使用，按用户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才能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核心技术是用出来的，有竞争

力的本国产品是用户培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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